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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体校拳击运动员慢性运动损伤调查分析 
王志昊  刘坚 （通讯作者）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拳击隶属于格斗类体育运动项目的范畴，技击性强和对抗性高是其重要特点，也正是因此，在拳击运动训练和竞技比赛
中，发生运动损伤事故的几率非常高，并因此对运动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就以南昌市体校拳击运动
员为研究对象，针对南昌市体校拳击运动员常见运动损伤的发生原因和预防措施等进行了探讨，以期能够对南昌市体校拳击运动员
运动损伤事故发生率的降低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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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江西省拳击运动的发展有着相对稳定的形式，甚至在全国有着

较为客观的影响。拳击运动不仅能够使运动员具备体育思想道德素
质，还能对人体基本的跑步、跳跃等等能力进行强化，如果训练持
续了一段时间，他的心理素质也有着很大的提高。也由于拳击运动
项目的特点，拳击运动员在实战中可能因技术动作不规范或精神不
集中，必然会有一定的损伤出现。在经过对南昌体校校的拳击运动
员调查表明，运动员对身体损伤缺乏了解，自我保护意识不足，所
以本篇论文旨在研究分析拳击运动员在训练中最容易受到损伤的
原因，利用科学的分类方式，提出相应的对策科学有效的减少拳击
运动员身体损伤的发生次数。 

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篇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南昌市体校拳击运动员。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对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电子书籍和期刊的研究，以及对文
学和其他数据库的研究，收获了理论层次的知识，对拳击赛的一些
文献进行了整理，编写了一份摘要，加深了对拳击训练的理解，并
为本篇论文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2.2.2 问卷调查法 
本次论文设计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南昌体校的拳击运动员

进行抽样调查。80 份问卷向南昌市体校 80 名拳击运动员发放，对
运动员要求认真填写，回收率 100%，有效问卷 100 份,有效率 100%。 

2.2.3 数理统计法 
运用 SPSS13.0 软件对有效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研究结果 
3.1.1 慢性运动损伤 
3.1.1.1 慢性损伤发生的部位 
从表 6 数据可以看出, 拳击运动员发生慢性损伤的部位主要位

于:腰背、腕部和肩部，分别占据调查数据的 32.4%、16.2%、11.8% 
表 6 拳击运动员慢性运动损伤发生部位 

急 性 损 伤
发生部位 

肩 肘 腕 腰背部 膝 踝 足 手指 其他 合计 

例 
比(%) 

13 
11.8% 

10 
9% 

18 
16.2% 

 36 
32.4% 

5 
4.5% 

2 
1.8% 

3 
2.7% 

21 
18.9% 

3 
2.7% 

111 
100% 

3.1.1.2 拳击运动员慢性运动损伤的原因 
表 7 显示, 拳击运动员慢性运动损伤主要的三个原因为自身身体机能不良、长期训练同一动作以及损伤以后没有进行及时的治疗，分别

占据调查数据的 31.4%、25.5%、14.7%。 
表 7 拳击运动员慢性运动损伤的原因 

损伤的原因 带病带伤训练 治疗不及时 训练缺乏科学
性 

训练水平
不足 

心理状况
不好 

身体机能
欠佳 

长期动作
重复 

合计 

例 
百分比(%) 

10 
9.8% 

15 
14.7% 

6 
5.9% 

10 
9.8% 

3 
2.9% 

32 
31.4% 

26 
25.5% 

102 
100% 

3.2 分析 
3.2 慢性损伤发生的特点 
调查结果显示，拳击中的慢性损伤主要发生在背部、手腕和肩

膀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严重损伤发生的地区一致，这在某种程度
上反映出运动员的严重损伤往往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而慢性损伤
的积累是由于对某些损伤或疾病重视不够。。这也是目前拳击心理
过程当中令教练和运动员都感到棘手的现象,必须对运动员的身体
损伤进行有效的康复治疗并且要将后遗症的残留降到最低。一旦运
动员的身体出现损伤，对于训练的效果以及日后赛场的发挥都有着
很大程度的影响,倘若不去理会，简简单单包扎一下, 为往后的日子
里身体埋下了隐患，更是断绝了运动员的训练欲望。许多教练和运
动员认为，身体伤害是日常训练和比赛中不可避免的一个小问题，
运动员必须能够承受痛苦，抵抗疾病和受伤，并且不知道如何积极
预防。此外，我国运动员受伤的治疗并不是基于对原因的分析，也
不是基于受伤后吸取的教训。更有甚者，在受伤后缺乏有效的医疗
护理导致治疗方法不当，使受伤情况更加严重。调查还发现，慢性
拳击损伤的主要原因是功能失调、长时间的锻炼同一个动作和没有
进行及时的治疗。如果运动员在受伤后得不到及时治疗和休息，身
体机能就会下降，影响运动能力，继续接受训练或竞争会增加受伤
或生病的可能性，导致身体机能和运动能力进一步下降，造成循环
往复。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拳击中的身体伤害主要发生在背部、手指和肩膀上;慢性

损伤发生的部分基本上与严重损伤发生的部分相同。 
4.1.2 拳击运动员急性运动损伤主要以拉伤、挫伤和扭伤为主, 

引起损伤的主要原因在于训练的动作不规范、长时间训练某一单独
动作、训练前热身不彻底。而慢性损伤的主要是因为身体没有良好
机能状态、长时间训练某一单独动作和损伤后没有及时医治。 

4.2 建议 
4.2.1 鉴于运动员在拳击中受伤的可能性很高，应在训练和比赛

期间加强对运动员的医疗监督；及时和安全地处理训练和比赛造成
的严重伤害；使运动员受伤后的训练和休息时间合理化；并防止剩
余的后遗症。 

4.2.2 加强对拳击的技术和身体培训，发展专门的肌肉，同时发
展协调一致的肌肉，确保协调一致地发展体能和肌肉力量，并提高
总体培训水平；对运动员进行定期培训，监测他们的身体表现，并
防止运动受伤。 

4.2.3 加强对教练和运动员的体育医学和相关体育培训，落实和
应用这一知识，提高对拳击运动有害影响的认识；加强拳击队医生
队伍的建设，以改进对拳击伤害的正确诊断、治疗和预防。 




